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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教材常考实验总结

(一)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

1．主要仪器
固体溶解：托盘天平、烧杯、玻璃棒、容量瓶、胶头滴管

溶液稀释：量筒、烧杯、玻璃棒、容量瓶、胶头滴管

2．注意事项

(1)容量瓶：只有一个刻度线，只能配制瓶上规定容积的溶液，若配制 480 mL溶液应用 500 mL

容量瓶。

(2)写所用仪器时，容量瓶必须注明规格。

(3)容量瓶使用之前必须查漏。

3．误差分析依据：cB＝nB
V
＝ mB

MBV
。

4．命题角度：一是仪器的缺失与选择，二是计算所需的固体和液体的量，三是实验误差分析。

(二)焰色反应

(1)步骤：洗—烧—蘸—烧—洗—烧。

(2)用品：铂丝或光洁无锈的铁丝、稀盐酸、样品。

(3)注意事项：焰色反应是物理变化；Na，K的焰色：黄色、紫色(透过蓝色的钴玻璃)。

(三)Fe(OH)3胶体的制备

1、步骤：向沸水中加入 FeCl3的饱和溶液，继续煮沸至溶液呈红褐色，停止加热。

操作要点：①先煮沸，②加入饱和的 FeCl3溶液，③再煮沸至红褐色，④停止加热

1、涉及的化学方程式：Fe3＋+ 3H2O === Fe(OH)3（胶体) + 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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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命题角度：配制步骤及对应离子方程式的书写

(四)Fe(OH)2的制备

1．实验现象：白色沉淀迅速转化灰绿色，最后变成红褐色沉淀。

2．反应方程式为：Fe2＋＋2OH－===Fe(OH)2↓

4Fe(OH)2＋O2＋2H2O===4Fe(OH)3。

3．注意事项：Fe(OH)2具有较强的还原性，容易被氧化。

(1)所用亚铁盐溶液必须是新制的，NaOH溶液必须煮沸；

(2)胶头滴管须插入试管底部；

(3)往往在液面加一层油膜，如少量煤油、苯或植物油等；或用如图所示改进装置。

4．命题角度：制备过程中的现象、创设无氧环境。

(五)氯气的实验室制法

（1）氯气的实验室制法

原理：MnO2＋4HCl(浓)=====
△

MnCl2＋Cl2↑＋2H2O。

(2)装置分析

先通过饱和食盐水除去氯气中的氯化氢，再通过浓硫酸除去水蒸气，然后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氯气，

最后用 NaOH溶液吸收尾气，以防污染环境。

(六)氨气的实验室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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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应原理：2NH4Cl＋Ca(OH)2=====
△

CaCl2＋2NH3↑＋2H2O。

2．气体制备流程：原理—发生装置—除杂干燥—收集—验满—尾气处理。

3、收集：向下排空气法（管口塞一团棉花，避免空气对流）

4、验满：①将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放在试管口，若试纸变蓝，说明氨气已收集满

②将蘸有浓盐酸的玻璃棒靠近试管口，出现大量白烟，则证明氨气已收集满

5、干燥方法：碱石灰干燥（不能无水氯化钙）

6．注意事项

(1)制备装置中试管口要略低于试管底、收集装置中导管应插入试管底部。

(2)浓氨水(或浓铵盐溶液)滴到生石灰或烧碱中制氨气，或浓氨水直接加热也可制氨气。

(3)不能使用 NH4Cl和 NH4HCO3制备。

7．命题角度：物质制备原理、发生装置、除杂干燥、收集等，并以此基础进行性质探究实验。

(七)喷泉实验

1．实验原理：(1)氨气极易溶于水；(2)利用压强变化。

2．注意事项：(1)氨气应充满；(2)烧瓶应干燥；(3)装置不得漏气。

3．实验拓展：(1)NH3、HCl、HBr、HI、SO2等气体均能溶于水形成喷泉；

(2)CO2、H2S、Cl2等与水不能形成喷泉，但与 NaOH溶液可形成喷泉。

4．命题角度：(1)原理、实验操作。(2)溶质物质的量浓度计算。

(八)铜与浓硫酸反应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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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原理：Cu＋2H2SO4(浓)=====
△

CuSO4＋SO2↑＋2H2O。

2．现象：加热之后，试管中的紫色石蕊溶液变红(或试管中的品红溶液褪色)；将反应后的溶液倒入

盛有水的烧杯中，溶液由黑色变成蓝色。

3．原因解释：变黑的物质为被浓硫酸氧化生成的 CuO，CuO与冲稀的硫酸反应生成了 CuSO4溶液。

4．命题角度：“绿色化学”及尾气处理、SO2的性质及以此基础进行性质探究实验。

(九)SO2的制备及性质的探究

实验原理：Na2SO3+H2SO4 =Na2SO4+SO2↑+H2O

装置 1中验证二氧化具有酸性氧化物的性质

装置 2中验证二氧化具有漂白性，

装置 3中验证二氧化具有氧化性：SO2+ 2H2S == 2H2O + 3S↓，

装置 4中验证二氧化具有还原性：5SO2+ 2MnO4-+ 2H2O == 5SO42- + 2Mn2++ 4H+ ，

装置 5是吸收二氧化硫，防止污染空气

(十)铝热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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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药品：氧化铁、铝粉、氯酸钾固体、镁条。

2．原理：Fe2O3＋2Al=====
高温

2Fe＋Al2O3。

3．注意事项：(1)蒸发皿要垫适量的细沙：一是防止蒸发皿炸裂，二是防止熔融的液体溅出伤人

(2)铝粉与 FeO、Fe2O3、CuO、Cu2O、MnO2、Cr2O3等发生铝热反应。

(十一)酸碱中和滴定实验(以一元酸与一元碱中和滴定为例)

1．原理：c 酸·V 酸＝c 碱·V 碱。

2．主要仪器：酸式或碱式滴定管、锥形瓶、烧杯、铁架台、滴定管夹。

3．主要试剂：待测液、标准液、指示剂(酚酞、甲基橙)。

4．关键点：①准确测量体积；②准确判断滴定终点。

5．操作步骤：①查漏、洗涤、润洗 ；②装液、赶气泡、调液面、注液(放入锥形瓶中)；

③滴定：眼睛注视锥形瓶中溶液颜色的变化，

当滴到最后一滴，溶液颜色发生明显变化且半分钟内不变色即为滴定终点。

6．注意事项

(1)酸式滴定管和碱式滴定管的使用：

①0刻度在滴定管的上端，注入液体后，仰视读数数值偏大；

②使用滴定管时的第一步是查漏；

③滴定读数时，记录到小数点后两位；



6

④酸、碱式滴定管不能混用，如酸、具有氧化性的物质一定用酸式滴定管盛装；

⑤滴定管必须用待装液润洗，锥形瓶不能润洗。

(2)滴定时一般用酚酞、甲基橙作指示剂，不用紫色石蕊溶液，指示剂用 2～3滴。

(3)数据处理：求算 2～3次实验的标准液体积的平均值，然后求浓度。

7、误差分析

8．命题角度：滴定管的使用、误差分析依据 c 测＝
c 标

V 测

V 标，V 标偏大，c 测偏大、利用滴定原理进行

相关计算。

步骤 操作 VA CB

洗涤

酸式滴定管未用标准溶液润洗 变大 偏高

碱式滴定管未用标准溶液润洗 变小 偏低

锥形瓶用待测溶液润洗 变大 偏高

锥形瓶洗净后还留有蒸馏水 不变 无影响

取液 量取碱液的滴定管开始有气泡，放出液体后气泡消失 变小 偏低

滴定

酸式滴定管滴定前有气泡，滴定终点时气泡消失 变大 偏高

振荡锥形瓶时部分液体溅出 变小 偏低

酸式滴定管中部分酸液滴出锥形瓶外 变大 偏高

溶液颜色较浅时滴入酸液过快，停止滴定后反加一滴氢

氧化钠溶液无变化

变大 偏高

读数 滴定前读数正确，滴定后俯视读数（或前仰后附） 变小 偏低

滴定前读数正确，滴定后仰视读数（或前俯后仰） 变大 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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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沉淀的转化

1．实验探究

(1)Ag＋的沉淀物的转化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有白色沉淀生成 白色沉淀变为黄色 黄色沉淀变为黑色

化学方程式
AgNO3＋NaCl===AgCl↓

＋NaNO3
AgCl＋KI===AgI＋KCl 2AgI＋Na2S===Ag2S＋2NaI

实验结论 溶解度小的沉淀可以转化成溶解度更小的沉淀

(2)Mg(OH)2与 Fe(OH)3的转化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产生白色沉淀 产生红褐色沉淀

化学方程式
MgCl2＋2NaOH===Mg(OH)2↓＋

2NaCl

3Mg(OH)2＋2FeCl3===2Fe(OH)3＋

3MgCl2

实验结论 Fe(OH)3比Mg(OH)2溶解度小

(十三)铜的精炼

1．电解法精炼铜的原理：

阳极(粗铜)：Cu－2e－===C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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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纯铜)：Cu2＋＋2e－===Cu。

2．电极和电解质溶液变化：粗铜中含有 Zn、Ni、Fe、Ag、Au等多种杂质，位于金属活动性顺序

表铜以前的金属杂质，如 Zn、Ni、Fe等会同时失去电子，位于金属活动性顺序表铜之后的银、金

等杂质形成“阳极泥”，电解质溶液中 Cu2＋逐渐变小。

3．命题角度：精炼原理应用及溶液中离子浓度的变化。

(十四)氯碱工业

1．实验原理：电解饱和的食盐水的化学方程式：

2NaCl＋2H2O=====
电解

2NaOH＋H2↑＋Cl2↑；

电解的离子方程式：

2Cl－＋2H2O=====
电解

2OH－＋H2↑＋Cl2↑。

2．电极产物判断：阴极产物 H2和 NaOH，若在阴极区附近滴几滴酚酞溶液，可发现阴极区附近溶

液变红；阳极产物是氯气，将湿润的淀粉-KI试纸放在阳极附近，试纸变蓝。

3．命题角度：(1)两极上析出产物的判断、产物的性质及相关电解原理。

(2)离子交换膜的原理和使用。

(十五)乙酸乙酯的制备

1．原理：CH3COOH＋CH3CH2OH
浓硫酸

△
CH3COOCH2CH3＋H2O；

副反应：C2H5—OH＋HO—C2H5――→
浓硫酸

140℃
C2H5—O—C2H5＋H2O

C＋2H2SO4(浓)=====
△

CO2↑＋2SO2↑＋2H2O。

2．注意事项：(1)先加乙醇，再加浓硫酸和乙酸的混合液(浓硫酸不能最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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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温加热小心均匀的进行，以防乙酸、乙醇的大量挥发和液体剧烈沸腾；

(3)导气管末端不要插入饱和 Na2CO3液体中，以防液体倒吸。浓硫酸的作用是催化剂、吸水剂。

3．用饱和 Na2CO3溶液吸收主要优点：

(1)吸收乙酸，便于闻出(到)乙酸乙酯的香味。

(2)溶解乙醇。

(3)降低乙酸乙酯的溶解度，分层，观察乙酸乙酯。

4．命题角度：加入药品顺序、导管位置、饱和 Na2CO3溶液的作用、运用化学平衡提高乙酸乙酯转

化率的措施。

(十六)检验蔗糖或淀粉的水解产物

1. 操作

2. 注意事项：

（1）加入新制的 Cu(OH)2或银氨溶液之前需先加入 NaOH使溶液呈碱性，否则会导致实验失败。

（2）检验淀粉是否水解：用银氨溶液或新制氢氧化铜溶液检验；检验淀粉水解完全：碘液

3. 命题角度：操作步骤

1、过滤

（1）定义：分离不溶于液体的固体和液体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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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玻璃仪器：烧杯、漏斗、玻璃棒

（3）装置及操作要领：

（4）命题角度：仪器、操作

2、蒸发

（1）定义：将溶液浓缩、溶剂汽化或溶质以晶体析出的方法。

（2）装置及操作要领：

——玻璃棒的作用：搅拌。加热蒸发皿使液体蒸发时，要用玻璃棒搅

拌，防止局部温度过高，造成液滴飞溅

———蒸发皿可直接加热，盛液量不超过其容积的 2/3

--— ——当蒸发皿出现较多固体时，停止加热，利用余热蒸干

（3）蒸发过程中的两种结晶方式：

①蒸发结晶 ②蒸发浓缩、冷却结晶、过滤

3.蒸馏

（1）定义：利用混合物中各组分的沸点不同，除去难挥发或不挥发的杂质。

（2）仪器：蒸馏烧瓶，酒精灯，冷凝管，锥形瓶，铁架台，温度计，牛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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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仪器装置：

（4）注意事项：

①温度计的水银球与蒸馏烧瓶支管口下沿平齐； ②加沸石（或碎瓷片），防止液体暴沸。

③冷凝水“下进上出”； ④ 蒸馏烧瓶中所盛放液体占总体积的1
3
～1
2
，最多不超过2

3
。

3．命题角度：(1)温度计水银球位置、冷凝管中冷却水方向。(2)蒸馏原理应用。

4、萃取和分液

（1）定义：用一种溶剂把溶质从它与另一种溶剂所组成的溶液中提取出来的方法叫做萃取。将萃

取后两种互不相溶的液体分开的操作，叫做分液。

（2）操作方法：

（3）选用萃取剂时必须满足的 3个条件：

①萃取剂与原溶剂（一般是水）互不相容。

②萃取剂和溶质不发生反应。

③溶质在萃取剂中的溶解度要远大于其在原溶剂（一般是水）中的溶解度。

5、重要离子的检验：

1、Cl－的检验：加入 AgNO3溶液，再加入稀硝酸，若生成不溶于稀 HNO3的白色沉淀；或先加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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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化溶液（排除 CO32-干扰），再滴加 AgNO3溶液，如有白色沉淀生成，则说明有 Cl－存在。

2、SO42-的检验：先加入盐酸，若无明显现象，再加入 BaCl2溶液，生成白色沉淀即证明 SO42-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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